
日前，教育部公布了 2023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共新增备案专业点 1456个、审批
专业点 217个（包括 160个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和 57个目
录外新专业），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点 46
个。本次备案、审批和调整的专业，将列入相关高校
2024年本科招生计划。

教育部深入推进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工作，引
导和支持高校开设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急需的新专
业。此次增设 24种新专业：立足服务国家战略需要，设
置大功率半导体科学与工程、生物育种技术等专业；聚
焦科学前沿和关键技术领域，深化“四新”建设，设置电
子信息材料、智能视觉工程、智能海洋装备等专业；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设置中

国古典学等专业；聚焦服务健康中国战略需求，落实体
育强国建设部署，设置健康科学与技术、体育康养、足
球运动等专业。

教育部同步发布最新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包含 93个专业类、816种专业。据了解，此次还
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变化和专业布局情况，对国家
控制布点专业范围进行了动态调整，将资源勘察工程、
护理学、助产学调整为国家控制布点专业。

此次专业设置工作，增设、调整专业点 1719个，同
时，对高校申请撤销的 1670个专业点予以备案，增、撤、
调共涉及 3389个专业点，数量为历年最多。下一步，教
育部将持续推动专业动态调整，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
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

撑力、贡献力。
据了解，去年 3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了《普通高

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方案实施一
年来，教育部持续加大专业设置调整工作力度，“一省
一案”“一校一策”狠抓落实。目前已有 23 个省（区、
市）、94所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制定了实施方案。各省结
合本地产业发展实际，梳理急需紧缺专业 520种、就业
率相对较低专业 223种，为属地高校优化专业结构提供
重要参考，推动区域人才供需匹配。

同时，教育部对高校停招 5年及以上的专业进行撤
销预警，试行专业预申报制度，推动高校建立健全专业
设置定期研究、提前研究工作机制，增强专业设置的前
瞻性、精准性。

教育部公布新一批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3.此次专业设置和调整工作有
哪些特点？

答：此次专业设置和调整工作主要有以下四大特点：
一是服务国家战略。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

之所需，以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新增国家安全学、电
子信息材料、生物育种技术、生态修复学等新专业，支持高校增设
数字经济、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等一批急需紧缺专业点。

二是瞄准区域需求。落实部党组提出的“高等教育要在服务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化布局结构上做好先行先试”部署要求，强
化省级统筹，引导地方高校增设智能制造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
智慧农业、智能采矿工程等区域重点产业发展急需专业。

三是强化交叉融合。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
为引领，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新增交叉工程、健康科学与技
术、智能视觉工程、工程软件等新专业，支持高校增设一批智能建
造、网络与新媒体、虚拟现实技术等专业点。

四是突出就业导向。进一步强化就业与专业设置间联动，推
动各省结合本区域产业发展实际，梳理报送就业率相对较低的专
业 223 种，为高校调整专业结构提供重要参考。压实高校主体责
任，明确要求高校对就业率过低、不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谨慎增
设、及时调减。

4.近一年来，专业设置调整工作
有哪些新举措？

答：一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变化，对国家控制布点专业
进行动态调整，更好发挥本科专业目录的指导作用。此次专业设
置工作中，专题审议了各专业类教指委提出的调整国控专业范围
的动议，经专题讨论、投票表决等程序，将资源勘查工程、护理学、
助产学调整为国控专业。

二是进一步强化省级学科专业建设的统筹和管理。要求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学科专业发展规划，结合本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和实际情况，引导有条件的高校增设急需紧缺专业。各省
结合本地产业发展实际，梳理了急需紧缺专业 520 种，引导高校
以服务需求为导向设置专业。

三是试行专业设置预申报制度，专业设置管理机制进一步完
善。要求高校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自身办学定位、办学条件
等，提前谋划增设专业。高校申请增设专业（不含中外合作办学专
业、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原则上应列入学校学科专业发展规划，提
前 1 年进行预申报。目前，已有 760 所高校通过专门网站提交了
2024年拟增设专业预申报材料，涉及634种专业、2965个专业点。

加强高校本科专业优化调整
有的放矢培养急需紧缺人才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就《关于公布2023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答记者问

1.请简要介绍此次
专业备案和审批工作的
基本情况。

答：贯彻落实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
《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
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要求，根据《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教育
部组织开展了 2023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设置和调整工作。经申报、公示、审核
等程序，新增备案专业点 1456 个、审批专业
点 217 个（含国家控制布点专业 160 个，目录
外新专业 57 个），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
年限专业点 46 个。同时，对部分高校申请
撤销的 1670 个专业点予以备案。此外，电
子信息材料、软物质科学与工程、大功率半
导体科学与工程、生物育种技术、生态修复
学、健康科学与技术等 24 种新专业正式纳
入本科专业目录，目录内专业达 816种。

2.通过专业设置和
调整工作，在优化专业结
构方面成效如何？

答：专业备案和审批工作，既是动态调
整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年度常规工作，也是
落实《改革方案》，持续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
展的支撑力、贡献力，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
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的重要实践。

此次专业增设、撤销、调整共涉及 3389
个专业点。新增 1673 个、撤销 1670 个，数量
基本持平。工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门
类的专业点增加数量位居前三，管理学、艺
术学等学科门类的专业点数量相对减少。
从学科门类看，工学所涉专业点数量最多，
有 1322 个，占比 39%，这与工学作为第一大
学科门类的基本情况相呼应；从区域布局
看，涉及中西部高校的专业点有 1802 个，占
比 53.17%。总的来说，专业结构和区域布局
进一步优化，高校在专业设置上更趋理性。

5.对于进一步做好专业
设置工作，有哪些考虑？

答：《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
革方案》印发以来，我们“一省一案”“一校一策”狠
抓落实。针对当前高校专业设置工作面临的新形
势新需求，正在研制《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对改革方案和专业设置
管理规定进行细化和补充，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
框架。

一是强化动态调整，实施专业目录年度更新
发布机制，完善本科专业类的设置与调整机制、动
态调整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和特设专业，通过“小步
快跑”，提升高等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响应度和支
撑力。

二是强化质量和特色，通过实施专业预申报
制度、加强对增设专业的论证和公示等举措，提升
专业设置质量，引导高校做强优势特色专业，避免
简单跟风。

三是强化省级统筹和指导，推动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立足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引导高校增
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区域发展急需紧缺
专业，建设特色优势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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